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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黄月华

本报讯 去年以来，信宜市钱
排镇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充分
发挥县域副中心的地理优势和中
国最好的三华李产区优势，全力
打造“中国李乡·山水双合”乡村
振兴示范带，推动乡村旅游、休闲
农业、农村电商、文化创意等新业
态融合成长，实现农业产业往广
度深度拓展。

科学谋划，加速推进农文旅
深度融合发展

信宜市委、市政府统筹三华李
特色产业、生态旅游资源等要素，
高标准推进李花谷-双合村农文旅
产业结合带项目谋划建设。邀请省
农科院专家团队、多所高校多个领
域的专家学者进行调研和指导设
计，特别是由国内旅游规划权威专
家-中山大学保继刚教授带领的团
队经过实地考察和反复论证，历时
4个月完成了规划设计编制。坚持
以山水为主题、以文旅为主调，既
保留钱排本土元素“真山水、原生
态”的岭南乡村特色风貌，又注重
融入时代感、现代性，围绕“河、

桥、岸、村”做文章，保留利用原
天然山系、水系、植系，建设集手
信、餐饮、民宿、酒吧等业态组合
的乡村文旅综合体和乡村振兴旅游
示范点，打造双合河畔文创街、李
花谷水世界、高端山林民宿等具有
客家文化特色的文旅融合区。

整合资源，创新“政府+公
司”运营模式

项目采用 EPC+O 建设模
式，突破传统“穿衣戴帽”模式，采
取与后续运营深度捆绑开发模
式，注重增强“造血”功能，从推进
产业运营、后续管理来开展前期
规划，由政府、钧明集团及南越文
旅按 1:1 比例投资合作开发李花

谷-双合村农文旅产业结合带项
目，通过绑定企业投资实现注入
市场化能力，打造集度假观光、滨
河商业、三华李文化、特色农业和
生态旅游为一体的主题文旅村
庄，并由市场化主体对双合村实
行整体运营。同时以李花谷-双
合村农文旅产业结合带项目建设
为契机，引入社会资本在双合村
建设三华李智能化生产示范区，
引入碧桂园在双合村建设粤西电
商培训基地，推动农村电商升级
换代，目前全镇共有电商 1500多
家、从业人员达 1.3 万多人。

加强攻坚，统筹抓好目标管
理和过程管理

紧紧围绕城镇风貌提升、
“山水双合”和“李花谷”等
三大建设项目，将建设项目的
具 体 任 务 清 单 化 、 清 单 项 目
化 、 项 目 责 任 化 、 责 任 时 效
化。开展“百日攻坚”建设行
动，市镇千部坚持“用结果说
话”“用时效说话”，以日保
周、以周保月，稳扎稳打一个
节点一个节点地落实。为保证
项 目 进 度 ， 市 镇 成 立 了 工 作
组，加强工作督导，强化节点
管理，层层压实工作责任，推
动项目建设按时按质推进，使
城镇风貌和双合村面貌焕然一
新，为钱排镇产业振兴发展奠
定了基础。

信宜市钱排镇

“农文旅”深度融合 擦亮“中国李乡”产业品牌

■记者黄月华通讯员林东年

本报讯 为加大渔业资源
养护及生态修复力度，促进
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6
月 6 日上午，茂名滨海新区·
电白区2022年检察公益诉讼
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仪式
在博贺镇盐坨码头举行。本
次活动由茂名滨海新区管委
会农业农村局、电白区农业
农村局主办，茂名市检察院、
电白区检察院共同监督执
行。据统计，本次放流投放
的有卵形鯧鯵苗 80.8 万尾、
黑鯛苗 82.15 万尾、斑节对虾
苗1489.7万尾。

这次增殖放流活动的资
金来源于电白区人民检察院
对违法捕捞水产品渔船的生
态损失赔偿金，通过这次增殖
放流活动，进一步提高广大人
民群众对保护海洋资源重要
性的认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
人人参与、共同构建保护渔业

资源的热情，进一步威慑了违
法捕捞犯罪分子，使海洋生态
向着良性不断发展。

本次增殖放流活动分两
艘大船出海，两艘快艇接应，
直接抵达小放鸡岛旁海域进
行放流。这次活动紧密围绕

“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中
国”活动主题，旨在进一步扩
大增殖放流的社会影响，提高
增殖放流的社会参与度，促进
渔业生态持续平衡发展，实现

“人海和谐”。
茂名滨海新区管委会农

业农村局、电白区农业农村局
相关领导均表示，养护水生生
物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实
现水域生态安全是恩泽子孙
万代的宏伟事业，希望全区人
民积极行动起来，以更加饱满
的热情，踊跃参与环境保护和
生态文明建设，为保护生态环
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
展，建设幸福的滨海绿城作出
积极的贡献。

公益诉讼增殖放流
助力海洋生态修复 ■记者 梁雪玲 通讯员 赖广昭

本报讯 近日，记者走进电白
区马踏镇黄羌村的仁岭源杨梅园，
映入眼帘的是漫山遍野的杨梅林，
五月杨梅果已满林，青碧的枝头累
累缀满嫣红的鲜梅，红色的梅果在
绿叶的映衬下更显鲜丽。果园里
村民们正忙着采摘杨梅果上市，一
派丰收的景象。

“我们杨梅园占地约 60亩，种
有约 1300棵杨梅树，主要是东魁、
乌梅品种，每棵树的产量大约在40
公斤，每年在 5 月左右挂果上市。
由于目前在粤西地区很少有人种
植，同时凭借品质好、无公害、价格
合理的优势，深受广大市民的喜
爱，前来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果
园负责人王建明介绍，目前他们正
推广进园采摘体验活动，门票 20
元进园现摘任吃，采摘打包带走的
卖 25 元一斤。他还告诉记者，杨
梅十分骄矜，甜蜜期短促，近半个
月正是采摘的最佳时期。

“众口但便甜似蜜，宁知奇处是
微酸”，从未吃过新鲜杨梅的我，迫不
及待地摘了一颗微红的，丢进嘴里，
一咬满口爆汁，肉质细腻，酸酸甜甜，

瞬间激发舌尖极致味蕾体验，暑气顷
刻烟消云散，让人忍不住一个接着一
个统统都塞进嘴巴里，根本停不下
来。果园里，来自广东财贸职业学院
的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的队员正在
果园实地直播带货（如图）。

这里的杨梅果色泽鲜艳，汁多
味美，口感好，引得游客边摘边吃，
边摘边拍。很多游客或是带着亲
朋好友，或是和同事一起，一手提
着篮子，一手灵活穿梭在密密匝匝
的枝叶中摘取最成熟的杨梅。一
些小朋友在父母的帮助下采摘，既

锻炼了动手能力，又增进了亲子之
间的互动交流，玩得不亦乐乎。

“这里的杨梅成熟度很高，有
些甚至变得乌紫发黑，轻轻一碰，
树枝摇曳，熟透的杨梅随即脱落在
地，大家采摘的时候都格外小心，
生怕浪费了。”来自麻岗镇的陆小
姐开心地说道。

五月的电白，这边红了桑葚，
那边艳了荔枝，杨梅也恰恰妍丽。
何不在杨梅正甜的“良辰吉时”，趁
着初夏的微风不噪，赴一次酣畅的

“摘杨梅之旅”。

电白本地杨梅抢“鲜”上市

“豆豉村”，是化州市中垌镇
中垌社区居委会塘坦村的别称。
该村用祖传“秘诀”生产的淡豆
豉，风味独特，芳香四溢，营养丰
富，销往国内外和港澳地区，取得
可观的经济效益，因此而得名。

五月下旬的一天，雨过天晴，
绿木盈岸，我慕名来到“豆豉村”
采访。在镇党委宣传委员的陪同
下，我们首先来到被人们誉为新
一代“豆豉王”的黄贵家。他担任
管理区干部和村党支部书记多
年，早几年退休了。此后，他和妻
子齐心合力生产淡豆豉。黄贵已
年逾花甲，他对塘坦村加工淡豆
豉的历史了如指掌。他如数家珍
地告诉我，该村加工淡豆鼓源于

明末清初，这门技术代代相传，用
历史悠久来形容一点也没有水
分。长期以来，村民们都靠加工
淡豆豉的收入，解决日常开支。
但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一场“割资
本主义尾巴”的狂风过后，加工淡
豆豉的营生被迫偃旗息鼓。

改革开放后，村民们纷纷重
操旧业，又恢复生产淡豆豉。曾
几何时，全村家家户户动手，呈现
了一片繁忙兴旺的景象。他们按
照祖传“秘诀”生产的淡豆豉（不
加盐），除了具有膳食、药用的作
用外，还具有耐储存，经久不变质
的特点。

除了在茂名市盛销不衰外，
还在全省都有知名度。近年来，

还销售到美国、新加坡、香港、澳
门等国家和地区。1991 年，茂名
市有几位处级、科级干部到中垌
镇搞“社教”，品尝过塘坦村的淡
豆豉，这些年来依然“念念不忘”，
他们经常托人或通过快递购买塘
坦村的淡豆豉，一来自己食用，二
来送给亲友。可见，该村的豆豉
质量名不虚传。

黄贵对我说，有的人以为加
工淡豆豉很简单，其实不然。如
果煮豆、发酵等环节不掌握好，
豆豉就会腐烂变质，不仅赚不了
钱，还会血本无归。因此，直到
现在，他们依然按照传统的方法
加工淡豆豉：先是将黑豆用柴火
煮熟，晾干后均匀地摊放在专用

的大簸箕上，然后放在冬暖夏凉
的老房子专用的架上发酵五天，
之后洗一次再发酵，还要挑上楼
顶放在竹笪上翻晒，整个制作过
程十分讲究，而且清洁卫生。说
到这里，黄贵爽朗地笑道，话虽
然这么说，但是操作起来是不容
易的，全凭心灵手巧，还要不断
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灵活处
理。因此，本镇有的人尝试过失
败的滋味后，不敢再拿钱打水漂
了，只好到塘坦村购买淡豆豉，
或者实行来料加工。茂名市有个
老中医开了一间药店，需要用淡
豆豉做“药引”，每年都来料托
黄贵加工。老黄精心“代劳”，
每斤只收 3元加工费。后来，这

名老中医觉得塘坦村的淡豆豉
“味道好极了”，还兼营淡豆鼓，
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黄贵告诉我，由于加工淡豆
豉流程复杂，也比较辛苦，很多
年轻人对这门技术已不感兴趣。
当年，家家加工，户户经营的盛
况已不再。但是，仍有十几户人
家在坚守，他们的“夫妻作坊”
已坚持了多年。目前，全村年产
淡豆豉约 15万公斤，产值约 240
万元。

采访结束后，我想以该村淡
豆豉的质量，如果实行集约经营，
努力扩大生产，加大宣传力度，通
过抖音等电商途径进行销售，经
济效益将会“更上一层楼”。

探访化州市中垌镇“豆豉村”

祖传“秘诀”代代传 塘坦豆豉美名扬
特约通讯员 毛勇强

■记者黄月华

本报讯为维护水生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平衡，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5月31日
下午，茂南区在袂花镇袂花居委渔民码
头举办淡水物种增殖放流活动，本次活
动共投放各种规格的鲮鱼、鲤鱼、鳙鱼
苗共 178 万尾，其中鲮鱼苗 123 万尾，
鲤鱼苗25万尾，鳍色苗 30 万尾。

近年来，茂南区委区政府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色生态高质
量发展建设的有关重要论述和党的十
九大一系列会议精神，按照推动可持
续发展的总体要求，把该区的渔业资
源管理作为重点工作来抓稳抓实，大
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着力完善渔业
资源修复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全区
渔业资源呈现快速发展态势，渔业经
济得到了高速发展。

区领导指出，渔业资源增殖工程
是“三分放，七分养”，重在保护。区
农 业 农 村 部 门 一 定 要 以 对 党 、 对 人
民、对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切实加
强渔业资源保护，严厉打击各种非法
捕捞和破坏渔业资源行为。为该区渔
业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持续健康发展做
出新的贡献。区领导希望全区人民能
大力支持和踊跃参与这项具有重大生
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事业，为保护
生态环境，推动袂花江等水域生态持
续改善，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
设幸福美丽茂南做出贡献。

茂南区举办淡水物种
增殖放流活动

共投放各种规格的鲮
鱼、鲤鱼、鳙鱼苗共 178 万尾

■记者 梁雪玲 通讯员 梁家伟

本报讯 每年1至4月是我市春耕的大
忙时节，农资市场价格高低趋势影响到农
户农资购买意愿。为适时掌握我市农户农
资购买基本情况，今年4月下旬，茂名市
价格成本调查队深入各地开展 2022 年农
户农资购买情况调查。

调查队分别对化州市、电白区两个区
域 22 个调查户 90.8 亩播种面积进行了布
点调查。从购买量调查分析，调查户平均
每户年计划购买农资量537.01公斤，比去
年减少 2.24%；1-4 月份平均每户购买农
资176公斤，比去年同期减少10.35%，占
年计划购买量的32.77%。从购买农资价格
调查分析，今年水稻种子每公斤平均价格
82.78 元，比去年同期上升 1.62 %；农药
每公斤平均价格 32.23 元，比去年同期上
升 3.65%；氮肥每公斤平均价格 3.34 元，
比去年同期上升33.12%；磷肥每公斤平均
价格1.02元，比去年同期上升12.7 %；复
合肥每公斤平均价格4.19元，比去年同期
上升3.72%。

调查显示，我市调查户今年1-4月份
农资购买量占年计划购买量的 32.77%，
1-4月份平均每户购买农资比去年同期减
少10.35%。1-4月份种子类、氮肥类、磷
肥类、复合肥类等重要农资市场价格有不
同程度的上升，主要受俄乌冲突等国际形
势动荡影响，导致部分农资价格上涨，因
为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3国均为化
肥生产大国，特别是俄罗斯是氮、磷、钾
三大化肥的重要供应国。

希望相关管理部门加大监管力度，做
好农资市场监测调控，保持市场价格稳
定，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保障粮食安全
生产。

我市开展农户农资
购买情况调查


